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
“消失的课间十分钟”早已不是
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有不少媒
体调查揭示中小学生“课间十
分钟”被约束的现象：有班主任
规定除打开水、上厕所外，学生
都要待在座位上；有的学校安
排值日老师、学生干部在每层
楼巡查，严禁学生在走廊追逐
玩耍；更有老师以强调纪律为
由，不准学生在楼道停留，不许
到操场玩，甚至拖堂 2 分钟，提
前 2 分钟上课。造成上厕所不
跑都来不及等怪现象层出不
穷，想方设法让好动的学生安
静下来，并美其名曰“课间文明
休息”，使原来生机勃勃的校
园，课间变得“静悄悄”。据有
关调查显示，有70%以上中小学
存在“安静的小课间”现象，且
在小学最为突出。

有人追问，到底是谁“偷”
走了孩子们的课间十分钟？综
合各种原因分析，笔者认为，主
要有几方面原因：其一，安全问
题为大。比如，不少城区学校
教学楼建得比较高，学生跑上
跑下需要时间较长，而狭窄的
楼道较易发生拥挤踩踏。再
如，玩耍过程中学生偶有磕磕
碰碰出现事故，学校不仅要向

家长道歉，有时还可能涉及赔
偿等问题。其二，有的学校学
生太多，而操场较小，运动设施
有限，难以满足短时间大量学
生的活动开展。其三，学校领
导、老师担心课间安全问题，思
想上也不重视课后活动，认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种
种的顾虑和难处，造成“课间圈
养”现象越来越严重。

课间十分钟“静悄悄”就合
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
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只有“精神世界”充盈，身
体健康成长，才是当代中小学
生应有的样子。歌曲《童年》中
唱道：“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
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我们
自己是过来人，想当年自己读
小学、中学时，曾经的课间活动
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无论春夏
秋冬，无论泥土操场或水泥球
场，下课铃声响后，学生的心早
已飞向运动场这块属于自己的
天地。打闹玩耍，追逐赛跑，三
五成群踢毽子，三三两两跳绳
比赛；或者在地上打打玻璃珠，
玩玩泥沙公仔等等，都能让孩
子们暂时放下学习任务，放松
身心地玩耍，享受着片刻的运
动愉悦，享受着难得的快乐时

光，这是一道道多么令人羡慕
令人充满希望的校园亮丽风景
线啊！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还倍
感亲切和难忘。

如今，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
不断深入，“双减”政策的落地落
实。教育部制定了《未成年人学
校保护规定》，该文件明确规定

“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
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
间及其它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
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
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由此可
见，把课间时间还给学生，既是
国家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教
育的远见，又体现了尊重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是中小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的需要。

故此，笔者认为：课间十分
钟，动起来又何妨？！目前，社会
上已就落实学生课间活动相关
规定达成了共识，学校、老师、
家长等各方面态度都有所转
变，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在于把
规定落到实处，落到细处。政
府有关部门应督促各地学校严
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教
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
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
休息和活动的做法。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调查研究，发现各
地各学校的典型做法经验，加
以推广、示范，并指导地方和学
校科学实施管理和安全防范措
施。学校要主动加强对学生的
运动技能指导和安全教育，以
降低磕碰等意外发生的概率；
同时，学校要派出体育老师、年
级值班教师等在楼梯、操场进
行巡查，以确保学生安全。各
有关宣传媒体及社区等要协助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用学生喜
闻乐见的图片、视频、儿歌、知
识抢答活动等形式，向学生传
授一些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等，以降低运动风险。此外，要
充分发挥家长、社会各方面的
作用，让社会、家长、老师、学生
共同行动起来，互相理解、配
合，共同为学生课间十分钟活
动营造一种良性的、安全的、愉
快的氛围，共同努力保障学生
课间正常活动，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

“让我们那疲劳的眼睛看
一看蓝天，让紧张的大脑吹进
清风……”相信在全社会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歌词中美好的
画面早日走进校园生活，走进
课间十分钟，走向既愉快又轻
松的美好时光。

课间十分钟，
应该既活泼又轻松

王如晓（市区）

 



















































规范微短剧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央广网报道，近日，抖
音、快手、微信等平台集体宣
布，打击违规低质微短剧。据
了解，微短剧主要靠爽点、反
转、土味内容吸人眼球。2023
年 3 月至今，广电总局督导抖
音、快手、腾讯、B站、小红书、好
看视频等平台累计对外发布公
告40余期，清理低俗有害网络
微短剧35万余集（条）、2055万
余分钟；分级处置传播低俗有
害网络微短剧的“小程序”429

个、账号2988个。
微短剧在资本市场和消费

端的火热，证明行业和业内公司
已经找到相对合适的成长路
径。相关部门对微短剧加强管
理，不仅可以及时整治负面内
容、制约不良公司，还能规范产
业发展、保障微短剧向精品化发
展、增加市场透明度，确保该行
业向着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内容
形态和文化消费品方向发展，助
力业内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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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全省推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现场会在茂名市召开。
作为现场会主要参观调研点之一的
信宜市钱排镇“中国李乡·山水双
合”和“李花谷”农文旅项目，受到与
会领导高度评价。现场会召开后，
信宜市钱排镇更迎来了地方有史以
来最热的外来团队“参观潮”，两大
项目现场每日客如潮涌，来自全省
各地的党政参观调研取经团队络绎
不绝。据了解，现场会召开至今近
半个月时间里，钱排镇每日接待的
参观调研团队均在 10 个左右。预
计这股“参观潮”还有一个较长的

“恒温期”。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和“李花

谷”，是信宜市发挥钱排镇县域副中
心的地理优势和中国最好的三华李
产区优势，用专项债 1：1 撬动社会

资本投资开发运营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性项目。项目仅用不到两年
时间，就将两片少有人问津的山村
景色打造成了游人如织的3A和4A
级景区。2022年，“山水双合”全年
游客接待量超过 120 万人次，春节
七天假期入村游客达33.8万人次，
单日客流量破5万人次。今年5月，
双合村民第一次以“股东”的身份领
到了村集体经济的分红资金。分红
金额达 113 万元，分红受益农户达
1251户。

山美，水美，村庄美，产业美，民
风美，村民的生活美。一个个地方
党政参观调研团队走进“山水双
合”，实地观山水、看变化、悟门道，
对标度己，思乡村振兴之策，谋农旅
发展之路……“山水双合”，为何如
此受热捧？看“山水双合”，我们该
着重看什么？笔者为此归纳了以下

四方面看点内容。
山与水，合则生财。信宜是不

缺山水的山区县级市。生态美，是
外地人最深的“信宜印象”。信宜下
辖的钱排镇，是这些年依托自然山
水禀赋、依托山区独特的气候条件，
一心一意谋发展，通过壮大发展三
华李“土特产”产业而走上强镇富民
康庄大道的山区镇。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农文旅融合发展，前提是农业
要兴旺。“山水双合”（双合村），是钱
排镇毗邻集镇的一个“大”村，全村
总人口约七千人。山环水绕的双合
村，也是钱排三华李产业的核心产
区。“山水双合”打造前，当地村民的
三华李年人均收入就接近 2 万元。

“山水双合”品牌擦亮后，村民的三
华李生产收入更是节节攀高。

什么农产项目最适宜本地？怎

样实现农产集约化、规模化、专业
化、高效化？如何打造农产业品
牌？这些都是“取经”者该思考的问
题，只有实现因地制宜，利用山水自
然资源兴产业、生财富，才能稳扎稳
打地推进乡村振兴。

农与旅，合则互济。“山水双合”
打造之前，双合村也是个普通的小
山村。而今的双合村，每一帧画面
都是风景。乡村变景区，人气化财
气，“山水双合”脱胎换骨的蜕变就
是亮眼看点。

现代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旅
游产业的加持。游客产地购销、“定
制”农耕体验、游客成为农产品变现
的熟客等等，都是促进农产业高效
发展的重要门道。而一个搞得风生
水起的特色农产业，同样具备引客
的“魅力”。

农可兴旅，旅亦助农，农旅一

体，互促互济。如何因地制宜打造人
见人爱的旅游乡村，这是关键所在。

政与民，合则共赢。打造农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性乡村项目，地方
党委政府规划、引导在先，项目落地
群众呼应、支持在后。项目的设计、
实施、推进，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
节都体现出地方领导的智慧和水
平。信宜“山水双合”和“李花谷”等
重大项目，是信宜市委书记亲抓项
目。“一把手”亲抓、该市党政多部门
协调加持镇域项目建设，是确保“山
水双合”“李花谷”成为亮点出彩的
关键要素。

项目打造过程中，也涉及征地
拆迁、农房风貌管控等诸多难点问
题。这些高难度问题考验的是基层
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和守土有
责的为民情怀。这些问题得以一一
化解，项目得以顺利落成，当地镇村

干部的付出也可想而知。
善变之后仍需善治，只有政民

双向奔赴、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共
赢。“山水双合”“李花谷”项目的成
功打造，更体现了地方的政通人和，
体现地方村民识大体、顾大局、真心
实意支持政府工作支持地方发展的
情怀。

点与面，合则和美。信宜市在
启动“山水双合”“李花谷”项目建设
的同时，也同步启动钱排镇区风貌
提升工程，雨污分流建设、人行道改
造、“三线”改造、店铺门面美化、街
道绿化亮化、兴建“口袋公园”、增建
停车场等等。钱排镇这两年实现

“脱骨换骨”的不仅仅是“山水双合”
和“李花谷”这些“点”，还有作为“会
客厅”的城镇街区，真可谓“点上开
花、全面出彩”，实现了山与水、农与
旅、点与面的完美结合，美美与共。

看信宜“山水双合”，看什么？
陈子楷（信宜）


